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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
毕节地区，低纬度，高海拔，受季风之惠，气候利于烟草生

长；耕地多在丘陵山岗，宜烟面积3百多万亩；劳动力资源和煤电
资源亦甚丰富，堪称发展烟草的理想区域。

毕节地区，十八世纪上半叶就已种植晒烟，二十世纪四十年代
开始种植烤烟，卷烟工业亦随之兴起。然而，在旧中国烟草业有星
火而不能燎原，其他地上地下资源沉睡不苏，以致经济落后，文化

不发达，被视为穷山僻壤。解放后，勤劳、聪慧的各族人民，在中
国共产党领导下，建立起社会主义生产关系，向生产的广度和深度
进军，在利用和改造自然的实践中逐步致力于烟草资源的开发。尤

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，“改革、开放"的政策激励人民群众开
发山区经济的兴趣和信心，带来烤烟、卷烟生产大发展。烤烟成为
全国重点烟区，烟叶享誉国内外，昔日的贫穷山寨因发展烤烟生产
而脱贫致富。卷烟厂跨入全国大中型企业行列，产品销往20多个

省(市)。“两烟”税收成为地方财政支柱，资金积累为国民经济的发
展提供条件，烟草农工商一体化的飞跃带动地方经济振兴o

一睹山乡巨变，不能不念及各族人民的半功伟绩，其创业垂统

的精神不可不铭刻青史，启迪后人；抚今追昔，创业者的艰辛历程
历历在目，其成败得失的轨迹不可不述诸志册，资来者援镜而戒，

择善而从，烟草立志势在必行。
烟草之立志，前无古人，今为首创。惟中共毕节烟草分公司党

委和黄正才书记高度重视，编纂工作者兀兀孜孜，省、地地方志办

和省烟草公司具体指导，有关部门和全区烟草系统职工大力支持，
《毕节地区烟草志》终于成书问世，一了众望，可喜可贺!+

《毕节地区烟草志》，尽搜散失历史资料，从自然地理到人文地
理，从生产到交换、消费、分配，包涵农工商，内外贸，去芜存

菁，求实索真，精心编纂，以生产力的发展和生产关系的变化为主
线，遵循地方志特性，着力体现地方特色，纪事提要，纂言钩玄，
力求成为科学的资料书，以飨读者。殷切期望区内烟草系统同行视

为必备读物，从中得到裨益。

梅德志
1 9 9 1年1·0月



凡 例

． 一、本志以马列主义：、毛泽东思想为指导，以中共十一届三中

全会以来的路线、方针、‘政策为准则，求实存真o

二、本志为行业志，以记述烤烟、卷烟产供销为主，晒烟作为

附录。上起烟草事业之始，下讫原定1 9 88年，成稿后，按省公司

要求，与全省烟草行业志下限年度一致，1 9 8 9年、1 9 90年，另用

“两年概况”补叙，附于书末，个别史实适当延伸下限。

三、本志采章节平列结构，计9章、3 9节、一9 2目。以志为

主，兼用记、图、表、录体裁。

四、使用国家法定计量单位。为照顾读者习惯，土地和烟草种

植面积延用“亩"的计量单位。

五、自然条件章的土地面积使用测绘面积，烤烟种植面积使用

统计面积o

六、1 949年1 1月27日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毕节县城，之前

称解放前，之后称解放后。

七、中国共产党贵州省委员会、毕节地区委员会、X X县委员

会，简称省委、地委、X×县委。

八、1 9 58年大定县改为大方县，之前大定县即今大方县，．均

不括注。

㈣喝自jl，，II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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概 述

毕节地区，旧石器时代即有人类，历数十万年繁衍生息，而今

57 6万入口。这里的各族人民勤劳坚韧，智明勇功，竖起改造自然

的丰碑。

毕节地区，位于滇东高原向黔中山原过渡斜坡地带，26846平

方公里土地，藏珍蓄宝。煤炭储量冠贵州全省。河网密度大于全省

平均数的水能资源，可开发电力一百多万千瓦o．低纬度、高海拔，

亚热带湿润季风气候，雨量充沛，光、热、水同期，植物繁茂，农

作品种多样，牧场广阔。

在祖先培育出的50多种(类)农作物品种资源中，烤烟堪称

“阳春一曲"o无霜期两百多天，无高温酷暑，适宜烤烟生长，绝大

部分乡(镇)烤烟大田期气温>1 O℃，活动积温越3000℃，68％

的乡(镇)烤烟成熟期气温>20℃的持续时间(或间隔时间)50～

1 1 8天，属适宜和最适宜条件；较大的昼夜温差使烟叶干物质增殖

大消耗小。观雨水，雨季来临值烤烟移栽期，降雨集中时节逢烤烟

旺长的六七月，烤烟成熟期雨水逐渐减少。看光照，烤烟大田期日

照5 33～6 5 8小时，采烤季节日均约5小时，为生产优质烟有利条

件，夏季睛天云量较大，阳光折射、散射，光照和煦，且大气透明

度高，蓝紫光和紫外辐射强，光合效率高，光波造型好，如此高原

气候特点于烤烟生产可谓得天独厚。天气灾害虽频繁而防不胜防，

但“一山有四季，十里不同天"的地域差异，形成烤烟立体布局，不

致全局遭灾，无投资风险。望地貌，当今科技界认为山地丘陵盛产

优质烟，境内山地占64％，丘陵占30％。视土壤，在黄壤、紫色

土、黄色粗骨土中，宜烟土属22个，P H值一般为5．5～7．5，呈

微酸性和中性反应，钾素含量丰富，有效性高，普遍在1 00 P PM

以上，有超过200 PPM者；氯离子和全盐含量偏低，基本上在适

宜范围。烤烟区划宜烟土地占旱作土总面积的3 5％，三年轮作可种

植面积百万亩以上。生产实践给烤烟自然条件提供经济评价依据，

确认其可开发性。所产烟叶，香型多样，亲合力强，区外卷烟厂以



之代替云烟创名优产品，区内烟厂以之代替省外烟叶获QC成果

奖，优质烟外观质量经全国烟草种植区划组鉴定属优，评吸鉴定在

全国性的跨省比较中黔西、毕节县参评样品总分一、三名、香气分

一、二名，化学成份鉴定符合和基本符合优质烟高烟碱、高香味、

高浓度、低焦油的要求。因质优量多，黔西县被定为国家出口烟基

地县，毕节、大方、黔西、金沙、织金县被定为全国优质烟基地

县。

毕节地区这块古老的土地，秦汉时期有过开发，汉之后漫长的

封建制伴随着奴隶制，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尚有农奴制残余，历史的

错位使之成为贫穷落后的旧中国的极贫地区，资源很少开发。晒烟

虽有两百多年历史，但长期属于半封闭自然经济，有名优产品而无

商品基地。始种烤烟在1 941年，较国内最早试种晚31年，虽试

种即成，引种较为普遍，有黔西县列入全省1 O个万亩县行列，但

很快回落。1 94 9年全区种植仅1 800亩。卷烟工业出现在1 9 41

年，落后于国内第一家卷烟厂40余年，且多系手工制作，半机械

设备极其简陋。

解放后，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领导全区各族人民，破除封建

土地制度，发展农业互助合作，施行农村经济体制改革，从而解放

生产力，激发生产者的积极性，发展烤烟商品生产成为现实。土地

改革的完成，使烤烟生产逐渐恢复和发展，1 9 5 5年种烟1．6 3万

亩，产烟叶9 2 3吨。实现农业合作化的1 9 56年，面积扩大3．30

倍，产量增加2．7 1倍。之后3年年产量平均递增24．2％o 1 9 59年

达6500余吨。以后，受“瞎指挥"、“浮夸风”和自然灾害影响，农业

以解决粮食短缺为主，烤烟滑坡，产量最少的1 9 61年仅1 241

吨。中央及时决定对国民经济实行“调整、巩固、充实、提高矽的方

针，国民经济得到比较顺利的恢复和发展，烤烟回升，1 96 5、

1 966两年在1 959年的基础上平均增长38．99％。1 967年至1 971

年，连续5年受“文化大革命"的冲击，产量均不及1 9 66年，年平

均下降32．1 4％o林彪反革命集团武装政变的破产，宣告“文化大革

命”理论和实践的失败；江青反革命集团的粉碎，宣告“文化大革

命"的结束，在此期问，国家适时调整奖售政策，并加大资金扶



持，烤烟长足发展，1 9 7 2～1 9 7 8年产量在1 9 66年的基础上平均

增长1．1 5倍，1 97 8年达3万余吨。改革1 O年，除1 980年因农

村经济体制未定生产受影响外，9年大发展，年均增长1 5．2％。其

间以1 9 84年调整农村经济结构、大幅度调减粮食收购任务为起

点，5年内烤烟生产布局发生根本性交化，成为区内主要产业，

1 9 88年种植越百万亩，产量过十万吨。随着生产的发展，技术不

断革新，八十年代以来普遍进行区划调查，推行区域化生产；确定

当家品种，建立良种繁育基地；逐年加强科技服务，大规模培训烟

农，开展科学种烟。促使平均单产从五六十年代的四五十公斤提高

到百公斤以上，1 9 8 5年起上中等烟达60％以上，较五六十年代增

加一倍多。1 987年达7 5％，超出中国烟草总公司1 9 84年对区内

5个基地县的要求(60．4～7 1％)；八十年代百件中三烟叶样品化

验，半数以上烟碱超过1．5％o在技术革新中，涌现不少先进典
， 型。黔西县的麦套烟被全国烤烟优质高产考察组认定为推广价值大

的耕作制度改革；金沙县在中美合作改进中国烟叶质量试验中成绩

显著，被中国烟草总公司评为试点先进县；威宁县有效地运用膜盖

栽培技术，改写了高海拔地区不宜种烟的历史；大方县创造的烟叶

梭线绑杆法，被中国农科院烟草研究所辑入《中国烟草栽培》；回

乡知青谢恂昌首创火管平走式烤房，省内外专家认为属国内同类技

术先进者；黔西县烟农陈荣兴生产的烟叶，被国外专家认定达到巴

西优质烟水平o ．

区内卷烟工业起步于烤烟试种成功卷烟货源缺乏之际，停业于

资金短缺产品缺乏竞争能力之时，止之有理o 20年后，烤烟生产

初具规模，烟叶年产量逾万吨，值卷烟供不应求之际，地区党政领

导断然决定恢复卷烟工业，断之有道。1 974年5月经省计委批

准，因陋就简，土法上马，建立毕节地区卷烟厂o 1 977年成为低

．水平机械化企业，年产卷烟2 590箱o 1 97 8年初以万箱生产能力

增置设备，以5千箱产量安排生产，8月省轻工局囿于执行国家清

理计划外烟厂的部署，难以考虑原材料与产成品的合理布局，令其

停业转产。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，作

出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，给贫穷山



区带来复苏烟草工业的气候。1 980年地委、行署多次研究卷烟工

业的恢复和发展报省。1 9 8 1年初省政府同意毕节地区卷烟厂恢复

生产。随着改革开放方针的深入贯彻，地委、行署将烟草工、农业

列为开发地方经济支柱产业，焕发起人民群众发展烤烟、卷烟工业

的积极性，卷烟生产连续翻番。8年中，毕节卷烟厂边生产、边扩

建、边技改、边更新设备，生产能力由1 O万箱发展到30万箱，至

1 988年达到制丝连作和部分卷接包连作；职工由1 9 8 1年的1 9 5

人发展到1 9 83年47 5人，1 988年3 5 79人；卷烟产量由1 9 8 1

年6千多箱，发展到1 9 8 3年1．6万多箱，1 9 88年过2 6万箱，年

产值1．91亿元(1 9 80年不变价)， 占全区工业总产值的37．8 3％，

占轻工业总产值的74．5 6％；8年累计固定资产投入6千多万元，

创产值4亿4千多万元，产品销全国21个省(市)，1 9 8 8年省际

销量过半数；乙级84毫米草海牌咀烟获首届中国食品博览会金质

奖；销售总额达到国家大中型企业标准，在全国500家大工业企业

中排列第32 1位。

卷烟工业的发展，适应群众消费水平的提高。1 9 5 1年全区人

均购烟0．1 1包；之后到1 9 7 7年除个别年份外人均不足1 O包，

1 9 7 8年起逐年递增，1 9 8 3年超过20包，1 9 8 8年达24．99包。

地产烟在全区销售总额中的比例由1 9 8 4年的50％发展到1 9 8 8年

的80％以上。

顺应烤烟、卷烟生产的发展，1 977年地区建起第一个烟叶复

烤厂，至1 9 8 8年全区有复烤厂1 O个，生产线41条。复烤厂的建

立不仅基本结束了初烤烟外调的历史，而且加工出口烟叶。1 98 6～

1 9 88年累计完成出口烟329 2吨o

1 98 3年冬，地、县成立烟草专卖局、烟草公司，对烟草种

植、卷烟生产与销售实行全面的行政管理，经营管理烟草行业的产

供销、人财物、内外贸业务，结束了烟草分散经营管理的历史。一

体化后的烟草公司是区内实力较雄厚的经济实体。

40年来毕节地区党政领导遵循地域经济发展规律，先行资源

开发，再施产品初加工和深加工配套成龙，达到发挥地区经济优势

的目的o 1 9 8 8年烤烟、卷烟产品税2．68亿元， 占财政收入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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